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探讨贵州省及周边地区牛群博尔纳病病毒!

Z_Y

#感染状况%方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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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位点出现一致性沉寂突变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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突变率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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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*但它们所编码的氨基酸没有改变%结论
!

贵州及湖南省部分地区牛群中存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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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然感染"可能是

Z_Y

流行区域之一*人感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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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能具有潜在的动物源性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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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年前首先在德国马

匹发现的一种神经综合征%其病原体博尔纳病病毒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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起初德国和瑞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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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行的地区的研究认为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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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感染只

限于农场动物*如马!羊等+和一些野生动物*如兔+感染%在老

鼠和灵长类动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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模型中则发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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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经三叉神经!血液

等途径传播%随着现代生物学技术的发展"越来越多的检测技

术用于检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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"使得易感动物的报道!流行的地理区域和人

类神经精神疾病种类都在不断地增加%国内目前报道提示中

国存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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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感染"目前仅有法国!日本!德国关于牛的研究"

贵州省牛群中是否存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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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然感染尚未见报道%

本研究采用荧光定量巢式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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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因片段"并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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阳性产物进行基因序列测定"测序结果与

国外动物来源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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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离株进行序列比较"其结果报道如下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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异性标记物%按照荧光定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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探针设计要求"设计荧光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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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物的量*即反应管中荧光值

的变化+"做到了进行实时检测%反应结束后"由电脑自动分析

出定量结果"并给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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扩增的动力学曲线以起始拷贝数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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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!

曲线斜率为
e#)#"!1$(

"截距为
!+)$+(1

*直线方程为
%i

e#)#+j!+)$+

+"相关系数为
")**1*0"

"说明起始模板浓度与
O5

值

之间有良好的线性关系%

图
(

!!

ca/MOQ

测定
Z_Y

?

1!

的动力学曲线图*

!)G

!

ca/.Q]/MOQ

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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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析结果
!

在
2Z>$3"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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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现一致性沉寂突变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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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

!

3

%

")#

!

Z_Y

系统发生树分析
!

把测得的牛
MZGO-

的基因序列

与
W4.4<7.[

提供的国内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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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病毒毒株进行序列比较"绘制

系统发生树%检测的牛
MZGO-

基因序列目的基因片段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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毒株及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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克隆的核苷酸序列测序结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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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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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苷酸序列同源性分析

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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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统发生树分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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Z_Y

是一种嗜神经性的
QL2

病毒"侵入人体后可引起人

的情绪!行为!认知的改变%侵入途径可能是体液分泌*如通过

鼻腔或者鼻腔分泌物传播+"唾液或眼结膜分泌物"直接或间接

污染食物或水%在实验模型中"

Z_Y

以密集传播的形式通过

颅内!鼻腔或腹腔内播散途径侵袭到大脑%在老鼠和灵长类动

物
Z_Y

模型中则发现
Z_Y

可经三叉神经!血液等途径传播%

研究证明自然或实验感染的危险动物包括大鼠!沙鼠!骆

驼!恒河猴!鹿!马!牛!猫!山羊!兔!鸵鸟!狗!绵羊!羊驼!小鼠

等(

(

)

"因而推断它可能感染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恒温动物%国

外研究显示捷克!法国!澳大利亚!英国!日本!瑞典!芬兰!加拿

大和美国等存在动物和人的
Z_Y

的感染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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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内学者用
ca/.Q]/MOQ

对重庆三峡库区部分地域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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头家猪进行检测"阳性率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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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对新疆伊

犁地区
(1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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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)3@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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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张英英等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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则对新疆伊犁地区
3(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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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因片段检测"阳性率分别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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+%展群玲等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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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新疆伊犁地区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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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品种的
(3"

只犬进

行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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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因片段检测"结果显示仅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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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哈萨克牧羊

犬为阳性"阳性率为
(()"@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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+%王长明等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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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OQ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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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因片段检测"发现阳性率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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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报道认为芬兰牛群无
Z_Y

感染情况 %而日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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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<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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=X>E2

+和免疫印迹法对九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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头黑牛的外周血血清样本进行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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感染的检测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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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因片段检测"结果发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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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牛脑组织含有
Z_Y

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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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因片段%贵州省处于中国西南地区"山地多!耕地少"所以牲

畜的养殖较多"人们同马!羊和牛有广泛而密切的接触%

本研究发现贵州省部分地区*遵义市!贵阳市!黔东南州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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头牛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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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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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因片段阳性率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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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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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因片段阳性率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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+-云南省部分地区*曲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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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因片段%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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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因片段的测序结果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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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在小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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感染%尽管所选检测的目的基因片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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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高度保守序列"且测序结果证实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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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准病毒株

相应序列有极高的同源性"但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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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位点出现了基因突变"说

明感染牛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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存在基因多态性%提示在贵州省及湖南省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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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自然感染%与重庆地区!新疆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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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等(

*

)的遵义市及周边地区山羊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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感染结果相差较大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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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然感染情况可能

不同%国内马培林等(

(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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椎动物结果差异原因"尚要考虑分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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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术的高低!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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感染率!不同发病时期检测的阳性率及不同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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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测方法%

总之"本研究证实贵州省及湖南省部分地区存在
Z_Y

自

然感染"这些地区可能是
Z_Y

流行区域之一"人感染
Z_Y

可

能具有潜在的动物源性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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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照各科室的现有水平予以改进%质控方法在常规的可操作

性非常重要%在常规分析中"采用
1

个以上不同浓度的质控

品"在提高误差检出率的同时"可监测方法的线性"但将增加工

作量和测定成本%一般常规工作中可接受是一批测定
1

个质

控品"因此"选择质控规则应尽量采用测定数值数少的质控规

则%以选择的质控方法能检出
*"@

的系统误差"同时维持尽

可能低的假失控率即可满足临床质量要求%

整体上说"

+

/

质量标准对指导实验室人员全面掌握和更

深入的把握生化质量控制管理有着重要的作用%本实验室应

用
+

/

质量标准对
]GE/("1!'

全自动生化分析仪的部分检测

项目进行分析性能评价"其结果可靠"适用于临床%依据不同

项目的
/

质量水平的高低"再结合科室的现有水平"可以对未

达到
+

/

质量标准项目的质量控制方法予以改进"进一步提高

检验结果的质量和速度"更好地为临床提供真实可靠的数据%

参考文献!

(

(

)

I4-5

D

76%UV

"

I4-5

D

76%E2)]94

`

;7:'5

B

&C:7<&675&6

B

54-/

5'.

D

5&%7

B

&

7.7--4--A4.5&C-'

D

A7A456'8-C&67.7:

B

5'8

`

;7:'5

B

;-'.

D?

46C&6A7.84%757C6&A

?

6&C'8'4.8

B

54-5'.

D

-;6K4

B

-7.%594OX>286'546'7C&67884

?

57<:4

?

46C&6A7.84

(

U

)

)2AUO:'.M759&:

"

1""+

"

(13

*

#

+&

#!#/#3!)

(

1

) 刘影"彭宇生"张礼强
)V:

B

A

?

;-2N!""

全自动生化分析

仪总精密度评价(

U

)

)

基层医学论坛"

1""*

"

#0

*

("

+&

#!1/

#!#)

(

#

) 王治国
)

临床检验质量控制技术(

G

)

)

北京&人民卫生出

版社"

1""0

&

#$/!+)

(

!

) 叶应妩"王毓三"申子瑜
)

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(

G

)

)#

版
)

南京&东南大学出版社"

1""+

&

$*/0()

(

3

) 王治国"王薇"李少男
)

临床化学检验项目的
/

水平的计

算及质控方法的选择(

U

)

)

检验医学"

1""*

"

1!

*

(

+&

$(/$#)

(

+

) 张秀明"郑松柏"孙蕾"等
)

应用
I4-5

D

76%

方法评价决定

图判断生化检测系统性能的可接受性(

U

)

)

中华检验医学

杂志"

1""$

"

#"

*

(

+&

0+/*")

(

$

) 王治国
)+

/

质量标准在临床实验室质量控制的应用(

U

)

)

上海医学检验杂志"

1""1

"

($

*

1

+&

(13/(1$)

(

0

) 林增文"苏健"邹伟民"等
)

广东省临床化学检验项目质量

评价与数据分析(

U

)

)

实用医学杂志"

1""*

"

13

*

(3

+&

13$!/

13$+)

*收稿日期&

1"((/"#/"*

!

修回日期&

1"((/"3/(1

+

**1#

重庆医学
1"((

年
((

月第
!"

卷第
#1

期


